
“大爱枣庄”诠释枣庄人大爱

1 陈平是滕州一中高三毕
业生，2011年7月23日，对于他的
家人来说是个大喜的日子，因为
他如愿拿到了来自北京大学的
录取通知书。然而，由于母亲患
病，父亲无法外出打工，一家人
只能靠几亩薄田过生活。为了陈
平上学，他的姐姐初中毕业后就
外出打工。虽然考上了北京大
学，但学费成了压在这一家人身
上的大负担。他的父亲下定决
心：砸锅卖铁也要供儿子读书。

2 寒门学子刘嘉(化名)原
本生活在一个幸福的四口之家，
十几年前父亲因病去世。坚强乐
观的母亲挑起了生活的重担，为
供两个孩子读书，母亲四处打零
工。2011年7月28日，当刘嘉收到
来自南京邮电大学的录取通知
书时，娘仨高兴地抱在了一起。
为了供孩子上学，刘嘉的母亲四
处打工挣钱。高考过后，懂事的
刘嘉四处打零工挣学费。

3 赵妍(化名)的父母在2003

年双双下岗，母亲患有重病花去
了家里的所有积蓄，还欠下债
务。在困难面前，赵妍刻苦学习，
2011年她以641分顺利考上了山
东大学。为了帮助家里减轻负
担，赵妍在假期当起了家教。

4 徐政出生在薛城区邹坞
镇东尚庄村，以692的裸分成绩考
入了北京大学。虽然家境贫寒，
但徐政从不感到自卑，他的身上
散发着阳光、乐观、自信的光芒。
虽然家里比较贫困，但没有过不
去的坎，也没有吃不了的苦。

5 2011年，王海(化名)不负众
望，以586分考上了沈阳航空航天
大学，然而学费又让他一筹莫
展。假期里，为了筹集上大学的

学费，王海到附近的早点铺给人
家刷碗。后来一个亲戚给他介绍
了发传单的活，连着几天他顶着
30多度的高温，在太阳底下发传
单，一天赚40元钱。王海说，在他
心里一直有一个信念——— 一定
要好好学习，考上大学，才能改
变命运！

6 2011年，刘思全以628分考
上了大连海事大学。对于母亲来
说，三个孩子全部考上大学终于
实现了她的梦想，然而面对高昂
的学费，她却愁白了头发。为了
供三个孩子上学，刘思全的母亲
四处举债，用她的话说，能借的
都借了，亲戚朋友都害怕见她。
高考一结束，刘思全到青岛的一
个小餐馆里端起了盘子，不到一
个月的时间挣了近一千元钱。

7 徐彤(化名)是枣庄市十
六中的高三毕业生，在2012年高
考中她考取了510分，并已经确定
被枣庄学院录取。据记者采访前
了解，徐彤是她的养父徐大爷19

年前收养的，至今徐大爷也没有
告诉她实情。“孩子这就要上大
学了，只要能让她有钱上学，我
没有什么顾虑。”徐大爷表示希
望能得到好心人捐助。徐彤表
示，自己有很多话想要跟父亲
说，但又不知如何表达。这么多
年父亲很不容易，只想把大学读
完，尽快报答父亲。

8 2012年，纪磊今年以565分
的成绩顺利被济南大学录取。但
是一想到一年7000块钱左右的费
用，就怎么也高兴不起来了。“孩
子考上学了都怪高兴的，可我们
家这情况怎么也供不起啊。”纪
磊的母亲哽咽地说。据了解，纪
磊全家的主要经济来源都是母

亲靠打零工赚来的。“我什么也
不会干，哪有零活就去跟着干一
点，有时候去小餐馆里面给人家
刷刷盘子，全家就指望我挣的这
点钱了。”纪磊的妈妈说。纪磊的
父亲由于脑血管疾病，已经瘫痪
十多年了，光医药费就难倒了一
家人。

9 2012年8月5日，高三毕业生
杨紫君收到了来自山东科技大
学的录取通知书。高中三年的拼
搏与奋斗，终于有了回报。全家
人高兴之余，也为她一年6000余
元的学费犯了愁。为了挣点学
费，她便帮着父母卖西红柿。每
次出去，她都是独自一个人骑着
一辆三轮车，拉着几百斤的西红
柿到附近的市场，有时候天黑了
她还是坚持把菜卖完才回家。

10 2012年的高考中，马海龙
以623分的成绩考取了哈尔滨工
程大学。高兴之余，7800元的学费
也成了他的一块心病。为了凑足
学费，马海龙在暑假不停地打
工。他发过传单、捡过废纸、帮人
催电话费，高温酷暑都不怕，为
的是早点圆了大学梦。

11 峄城区关山口村的程
怀磊，2012年以678分的成绩被
同济大学录取。然而，这个农家
的孩子却为每年5000元的学费
犯愁。家里的农活他全包，“等
花 生 成 熟 了 ，能 换 点 钱 交 学
费。”这就是他的想法。程怀磊
的母亲前几年因为腰椎间盘突
出做了手术，一直没有多少积
蓄的家庭也为此欠下了债务。
父亲为了能够供他读书，在农
闲时也会到附近的石料厂去打
工，工资仅能维持家庭开支，攒
够学费几乎不可能。

寒门故事 打动众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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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让更多家庭困难的学生
享受到爱心助学的温暖，2011年7

月28日，本报与枣庄市慈善总会
联合举办的“大爱枣庄”帮扶贫困
高考新生上学活动正式启动。

这次爱心行动，慈善总会拿
出专款，再争取省有关部门更多
援助，并设立爱心捐助账户，将
所筹集资金全部赠与枣庄籍寒
门学子。

接着，本报记者探访了部分

贫困自强的寒门学子。寒门学子
们面对困境不屈服的精神，深深
打动了众多读者。2011年8月18日
下午，由本报主办的“大爱枣庄

‘一对一帮扶’见面会”圆满结
束。来自社会各界的20多位爱心
人士与寒门学子结成了帮扶对
子。在帮扶会现场，爱心人士纷
纷慷慨解囊，还有的爱心人士许
诺将承担起个别学子的四年学
费。

2012年8月8日，随着高考录
取工作的开展，准大学生们陆续
收到梦寐以求的大学录取通知
书。为了能够让贫困学生不被经
济所累，如愿大学梦，本报举办
的第二届“大爱枣庄”助学活动
正式启动。本报记者也陆续探访
了部分成绩优秀但家境贫寒的
准大学生。同样，活动也受到了
广大读者的关注，不少爱心人纷
纷慷慨解囊。

格新闻回顾

连续两年的“大爱枣庄”助
学活动，我们的活动得到了众多
爱心人士的响应，这就是大爱的
力量。

不论钱多钱少，每一份捐助
都饱含着浓浓的温情。爱心人士
用自己的行动诠释了大爱内涵。
一幕幕感人的画面，让每一位参
与者都久久难忘。相信，每一位

受捐的学子，他们的人生之路会
因此而变得不同；同样，他们的
内心也会永远种下感恩的种子。
这种爱与爱的传递，不就是人与
人之间最真实的情感吗！

面对困境，我们共同的参与
让困境变得渺小。在艰难的道路
上，我们手挽手一起向前，迎接
我们的必定是阳光灿烂。

格点评

真情涌动

大爱无声

一幕幕闪动着泪光的画面演
绎着一颗颗爱心的传递，2011年8月18

日下午，在大爱枣庄“一对一帮扶”见
面会上，爱心人士、爱心企业纷纷与
20多名寒门学子结成了帮扶对子。

当天下午，来自社会各界的
爱心人士如约来到捐助现场，他
们当中，有的来自机关单位，有的
是个体工商户，有的是义工，有的
是一起赶来的三口之家。来自全
市的首批20多名寒门学子也准时
赶到现场，他们中有的是孤儿，有
的父母残疾，有的是单亲家庭，有
的父母双双下岗。

在帮扶会现场，衣着朴素的孙
先生拿出了7000元，捐给了7名贫困
学生。家住薛城区的张玲女士，之
前看了本报报道，已经决定捐助寒
门学子刘思全5000元。在18日的“一
对一帮扶”见面会上，张玲又捐出
了2000元资助另外两名贫困学生。

为了参加这次帮扶会，陈女
士带着她上初三的女儿一早就从
滕州赶到了枣庄市中区。在帮扶
会上，陈女士有意给已经收到1000

元捐款的张岳再捐款5000元。
寒门学子刘某，家境贫寒，在

这次帮扶会上，受到了众多好心
人的资助，在帮扶会即将结束的
时候，感人的一幕出现了，刘某主
动要把自己受助款中的1000元钱
捐助给其他贫困学子。

爱心人士马先生和妻子刘女
士，一天里看望了4名寒门学子，
捐助了13000元现金，并和学子们
结成了对子，留下了联系方式，以
便提供持续的帮助。

2012年8月12日上午，78岁的许
崇英老人带着2000元爱心款和慰
问品专程从薛城区赶到市中区徐
彤的家来看望她。

寒门学子杨紫君的故事一经

报道，很多市民致电本报，希望能拉
这个小姑娘一把。3日下午，杨紫君
便收到了爱心人捐助的1000元善款。

2012年8月14日，浙江游客章
女士在了解到这些困难学子的情
况之后，决定帮助其中的两名学
子。章女士把1000元钱递给马海龙，
并鼓励他勇敢面对困境。

2012年8月14日上午，市中区某企
业负责人王先生专门到杨紫君家送
去1000元善款。武警枣庄市支队薛城
区中队官兵也被杨紫君自强不息的
精神感动。15日，他们自发组织捐款
3200元，帮杨紫君园大学梦。

寒门学子程怀磊的故事感动
不少读者，2012年8月20日，程怀磊
一天收到爱心人士的捐助5000元。

2012年8月21日，市中区一文
具店老板高军为贫困学子徐晓君
送去了1000元善款，帮她渡难关。

爱心捐助 收获着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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